
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七，要改革财政、财务管理体制。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光靠财政部门还不行，还

要发挥各级党政关心财政的积极性，调动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和广大职工群众理财的积极性。对

于现行的利润留成、盈亏责任制要认真总结经验，不合理的要加以修订，使之不断完善。要合理

体现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总的原则，利润增长部分，首先要国家多得。还要把

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体制搞好，使各级党政更加关心财政。分级包干后一定要维护国

家的统一计划，要加强全局观念，真正做到全国一盘棋，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我国经济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

刘 溶 沧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有重点有步骤地进 行 技术改

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是使我国经济走向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并把它列为今后我国经

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之一。这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正确决策。
我们知道，如何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顺利发展，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经济

课题，也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基本目标之所在。尽管实现经济顺利发展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从我

国的现实情况和今后五年十年的预期情况来看，切实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充分发挥

现有工业技术基础的作用，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为，所谓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简单地说，就

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协调，经济效果好，并保持一定的生产发展速度。而加强企业 的 更新改

造，对于达到这三个要求，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加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对于促进经济比例的协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由于我国国

民经济比例的长期失调，积弊甚多，当前调整比例关系进而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的任务是十分艰

巨的。既要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大力发展消费品的生产，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吃、穿、用、住和

文化教育的需要，又要加强能源、交通、地质勘探、建筑业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这就和我国

建设资金本来就短缺的困难及当前的财政紧张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到底如何处理有限的财力物力？

发展的重点到底放在哪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前的发展重点不能太多，除了继续把消费品

的生产放在优先地位，量力而行地搞一些有助于实现调整目标的新建项目以外，必须把财力物力

的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特别是生产短线产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上面。基于企业技术改造

所需投资少，见效快，能大大提高设备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后续生产能力的特点，有重点有步

骤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将对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促进社会紧缺产品的迅速

发展，从而对经济比例的调整，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做，将比把基建投资的重点放在新建企业

上面，通过新增固定资产来平衡生产能力和协调经济比例的办法，来得更加实际、更加有效和更

为经济。
把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上，就是变我国过去所走的以外延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为

以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道路，这是一条投资省、见效快、经济效益高的新路子，也是提高宏观

和微观经济效果的重要途径。首先，经过三十余年的建设，我们已经有40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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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元的工业交通固定资产，但多数企业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许多设备长年失修、带病运转，

极大地影响了固定资产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现有工业技术基础的充分利用。对现有企业进行更新改

造，投资比新建扩建至少节省一半，设备材料节省60%%左右，并能大大提高现有设备的生产效率

和利用系数，从而有助于逐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果。其次，对现有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

设备更新，提高其技术水准和生产效能，能大大节省人力和原材料的消耗，从而有助于从降低活

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中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

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从节能中实现增产增收。总之，加强企业的更新改造，走以内含为主的扩

大再生产道路，能从节约投资、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三个方面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至于加强企业的更新改造对生产的发展和保持国民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那好处就更为明显。

第一，如前所述，企业的更新改造，能从提高现有设备的生产效率和利用系数方面促进当前和长

远的生产发展。第二，就近期来看，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可以促进重工业从过

去主要为基建服务、为自我循环服务转到主要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包括自身的技术改造服务的

轨道上来，这对改变当前重工业任务不足、生产下降的状况，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也是十分必

要的。第三，从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发展史和技术发展史来看，在已经基本奠定了工业技术

基础的情况下，不断对原有设备实行技术改造，使之跟上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步伐，是促进生产力

发展和建立高效率物质技术基础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比如战后以来，日本和美国机床拥有总量

的增加并不多，投资的大部分都用于更新改造。美国的机械工业，二次大战后的三十年间，除仪

表工业的新建投资占多数以外，其他行业的投资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用于老厂和老设备的 更新改

造。现在美国的生产增长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靠对原有设备的技术改造来实现的。这是值

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切实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需要各个方面、各种条件的配合，尤其要有经

济上和技术上的保证措施。一是资金上的保证。今后，要遵循先生产、后基建，先保证现有设备

充分发挥效能、后考虑新建的原则，在基建投资的分配使用上先保证企业技术改造的需要。要充

分利用企业、地方和部门的自有资金，包括折旧基金、大修理费、企业利润留成中的生产发展基

金，以及国家预算拨款、银行贷款和外资等。规定用于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资金，不得

挪作他用。银行要通过合理的利率集中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并监督技术改造资金的使用方向和

经济效果。要管好用好国家财政拨付的技术改造资金。二是物资上的保证。国家在安排生产计划

时，要把更新改造所需要的产品优先列入计划；在安排基本建设规模或投资数量时，要以保证当

年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企业更新改造所需要的物资、设备为前提。技术改造所需的设备和材料，要

分别纳入各级的物资分配计划，切实保证供应。三是技术上的保证。国家应在宏观经济上加强企

业更新改造的技术指导和计划落实，特别是通过制定既切合实际而又积极、先进的技术政策引导

这项重要工作沿着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轨道健康发展。要把节约和开发能源、轻纺工业、

交通运输、邮电等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放在重要的地位。机械工业以及相应的金属材料工业的

技术改造，应先行一步，以便给其他部门供应先进的技术装备。要加强对各种先进的实用技术的

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对先进技术装备的引进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研究，为企业的技术改

造做好导向和咨询工作。四是政策和组织上的保证。主要是指，为了有利于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

进行。国家的技术政策和相关的经济政策不仅要切合实际，要全面、正确，而且要保持相对的稳

定性，为企业、部门制定更新改造的长期规划打下基础。同时，为使这项工作有领导、有组织地

进行，还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保证，以改变目前对技术改造无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责，流于分

散和缺乏集中领导、统筹安排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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